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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汪洋，1970

年出生，重庆医
科大学实验教学
管理中心公共卫
生实验教学中心
副主任，重庆微
生物学会理事，
重庆公众健康传
播服务中心负责
人。从事科普工
作12年来，组建
研学导师团队，
建立了以医学学
生和科技工作者
为主体的2支志
愿者服务队伍，
组织和策划了多
个 主 题 科 普 活
动 ，被 认 定 为
2023 年 度“ 典
赞·科普重庆”科
普人物。

▲ 团队简介
“规划有你·

自然有我”科普
团队隶属重庆市
规划展览馆，是
一支专门从事规
划和自然资源科
普展览展示、科
普教育等工作的
团队。团队现有
成员共19人，涵
盖了建筑、规划、
历史文化、地质、
地理、古生物等
包含国土空间规
划和自然资源的
多个专业，多次
在全国自然资源
科普讲解大赛等
比赛中获得奖项，
被认定为2023年
度“典赞·科普重
庆”科普团队。

▲团队简介
仁医妇产母

乳喂养科普团队
隶属于重庆市人
民医院，长期从
事 妇 幼 健 康 管
理，母儿护理经
验 丰 富 。 近 年
来，该团队录制
母乳喂养主题系
列科普视频，受
到 社 会 广 泛 关
注，成为百姓喜
爱的科普视频，
该团队被认定为
2023年度“典赞·
科普重庆”科普
团队。

□见习记者 于灯灯

“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吃甲钴胺？”“为什
么‘瓷娃娃’那么脆弱？”“亨廷顿舞蹈症为什
么是罕见病？”……点开“重庆公众健康传播
服务中心”公众号，一大批科普文章呈现在读
者眼前。该公众号从2015年开始运营，发布
了上百篇科普推文，许多文章被国内知名医
学平台转发，点击量超过数万人次。

这个科普微信公众号的负责人是重庆医
科大学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公共卫生实验教学
中心副主任汪洋。

“为什么要做医学方面的科普文章，最
直接的好处就是让普通群众一看就懂。现
实是，一些网上医学类文章，并非专业人士
写的，科学性、严谨性欠妥，甚至误导读
者。”汪洋说，她经常遇到一些患者来就医，
用在网上查找的内容告诉她得了什么病，
她觉得作为专业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占领医
学科普制高点。

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是社
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汪洋告诉记者，目
前，大众对医学科普的需求量特别大，这正是
专业人士利用互联网打造科普品牌非常好的
途径。

她和团队成员每天都要为市民、学校学
生解答问题，也有很多人通过她们的科普活
动认识她们，与她们一起传播科学知识。做
科普工作这几年，他们的科普团队收获了一
大批市民的信任，也收获了成长。很多人也
用行动支持他们的“科普事业”，不仅经常转

发、点赞，还会和他们一起策划接地气的科普
选题。

市民的信任、家人的理解、自我的成长，
都是汪洋继续做科普的动力。“我想通过科
普，传播更多医学、科学方面的知识，让更多
的人少走冤枉路。”汪洋说，从事科普10多年，
见过太多的人因科学知识储备不够走入误
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科普尤其重要。

重庆公众健康传播服务中心是2012年
度由重庆市批准成立的重庆市级科普基地，
作为科普基地的负责人，在基地无专职科普
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汪洋身先士卒，担起责
任，一方面完成科研、教学、实验教学准备和
科普工作，一方面推动科普志愿者队伍建设，
建立了2支科普志愿者队伍和1个科普专家
团队。

在她的带领下，这样的科普公益宣讲做
了一年又一年，一茬接着一茬干，如今科普宣
传早已成为重庆医科大学的一道亮丽品牌。

创新是永葆公益科普宣传活力的源泉。
近年来，汪洋利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开展科
普讲座，与重庆市渝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两江新区日新志愿服务中心联合拍摄的
艾滋病防控宣传视频《防艾，行动起来》《你觉
得身边有艾滋病人吗》在日新志愿服务官方
抖音播放，受邀参与日新志愿服务官方抖音
直播“防艾宣传工作中的经历和感受”，同时
带领科普团队走进社区市民学校开展医学科
普讲座，分别在响水路、南湖、南山、学府路、
回龙湾等社区开展10次营养知识讲座，受到
了群众的欢迎。

汪 洋：

传播医学知识 服务群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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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林雪涛，1986

年出生，重庆第
二师范学院文学
与传媒学院副编
审，兼任重庆科
普作家协会党支
部书记、副理事
长，受聘重庆市
科学传播专家团
成员、重庆市院
士专家科普讲师
团成员，曾获重
庆“最美科普志
愿者”荣誉称号，
被 认 定 为 2023
年度“典赞·科普
重庆”科普人物。

林雪涛：

坚守科普初心 播撒科学种子
□见习记者 廖怡飞

“人间最美，不过鲸落。一鲸落，万物
生……”在一次科普阅读课上，林雪涛一边
讲解，一边播放纪录片等相关资料，他与课
堂助理、渝北区图书馆智能机器人的互动，
更是让课堂充满科技感，同时又妙趣横生。

“老师引导我们带着问题去阅读，从封面
到目录、从插图到内容等，涉及很多有趣的细
节，每个细节都不要放过。”四年级学生胡书
珩表示，如此细致的整本书阅读让他感到自
己跟书的距离更近了，读完后，有关鲸落的知
识也自然而然地留在了脑海。

2022至2023年，林雪涛连年主动参加
“渝阅小书包”公益活动，深入木耳中心小学、
石船小学、玉峰山小学等市级“乡村学校少年
宫”，为农村儿童带去科普阅读讲座，希望通
过科普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今年37岁的林雪涛坚守科普战线13
年，长期利用工作之余和节假日，开展科普创
作、科普讲解和科普教育工作。他注重将科
学普及与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关心下一代工
作、家庭教育工作等有机结合起来，特色突
出，深受公众欢迎，在全市具有广泛的影响
力，科普成效显著。

他精心开发的“《一鲸落 万物生》科普绘
本导读”科普阅读讲座，集科学性、文学性、趣
味性于一体，深受好评。从青少年科普期刊
编辑，到高校传媒专业教师，科学普及是他始
终坚守的初心。

2023年重庆市科技活动周期间，林雪涛

在活动开幕式现场为“重庆科技小记者”讲授
《科技新闻采访技巧》课程，主持并带领小记
者采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中国
首飞航天员、航天英雄——杨利伟。

同年暑假，林雪涛受邀为重庆科技馆
“小小科技辅导员”讲授《走进科普讲解》课
程，并承担“小小科技辅导员”科普讲解视频
海选和现场决赛评审工作，连续3年协助重
庆科技馆选拔并培养“小小科技辅导员”
1000余名。

除了给小朋友讲解科普知识，积极推广
科普阅读外，林雪涛还结合自身专业，利用
空闲时间制作适合新媒体传播的科普短视
频。

在2022全国科普日活动中，为助力全国
科普日川渝联动，他利用周末和中秋节假期，
带领学生深入重庆自然博物馆、重庆市无线
电科普体验中心、三峡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
基地等10个市级科普基地开展系列报道。
他和学生一起制作完成《喜迎二十大·科普向
未来——2022年重庆市全国科普日助力‘双
减’特色科普基地云联动》系列科普视频。

林雪涛制作的系列科普视频在“科普重
庆”“重庆科技融媒体中心”等新媒体平台发
布并传播，反响强烈。6天时间，该系列视频
仅微信端就吸引近900万人次浏览。

除此之外，他还参与“成渝双城青少年科
技雏鹰研学营”带队工作，为营员讲授《科技
小记者融媒素养》课程，并采访报道沿途多个
川渝地区科普基地，为营员示范课程上的内
容。

“规划有你·自然有我”科普团队：

打造有温度的大众科普品牌
□见习记者 刘峰汛

“规划和自然资源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
关，它在历史发展中留下了宝贵记忆与温度，
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9月15日，“规划有你·自然有我”科普
团队负责人秦海田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该团
队依托所属的重庆市规划展览馆、重庆自然
资源科普馆等两大实体公共文化场所以及重
庆市规划研究中心和博士后工作站等科研平
台，以规划和自然资源科普为特色，以播下

“热爱科学、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三颗种子
理念为科普目标，开展了一系列影响较大、受
众面广的科普活动。

“19世纪末的重庆，5万多人居住在面积
不到2.4平方公里的城池中。明朝修建的城
门，因为面朝当时都城的方向，取迎官接圣之
意而得名朝天门，而今朝天门是长江上游最
大的天然码头……”在“长嘉会堂”现场，观众
们认真倾听，感受着重庆这座历史与文化价
值并存的城市的魅力。

走进展览馆，最让人震撼的非重庆主模
型沙盘莫属。“主模型沙盘占地763平方米，
按照1∶7000比例尺制作完成，展示了主城
都市区2.87万平方公里内的山水城市风貌，
让重庆全貌尽收眼底。”秦海田介绍，展览通
过平面展板、多媒体屏幕、互动平台、大小模
型、复原场景等多种形式展现重庆地区特有
的穿斗结构吊脚楼，提炼重庆地方元素，打造
独具特色的立体中庭空间，数不尽的“重庆烟
火”拂过，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山

水之城 美丽之地”。
今年，他们组织策划了“崔愷院士‘本土

设计——城市更新巡展·重庆展’”，向受众
传达了不同城市发展时期，城市文化、城市
建设环境与城市建筑之间关系；组织策划的

“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主题展”向社会大众展
现和科普了重庆丰富文化遗产资源、厚重历
史人文底蕴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成效……近期展出的“‘九天揽月 逐梦苍
穹’世界第一幅1∶250万月球全月地质图主
题科普展”是该月球地质图首次在重庆展
出。展览涉及月表“地层”、形貌、成分、构造
和地质时代等知识，用具象化的模型、图片
和视频展示了月球中的12341个撞击坑、81
个撞击盆地、17种岩石类型、14类构造等，
该展览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累积的参观人
数已突破11万人次。

除了科普展览，他们还组织开展了包括
科普教育、科普传播等一系列具有规划和自
然资源特色的线上线下科普活动，打造了云
上科普、探索重庆自然资源、“规划有你·自然
有我”科普课堂等诸多科普品牌。

此外，他们聚焦国家重大科技成果、社会
热点、群众关注点，面向社会大众组织开展了
包含探索重庆自然资源、世界地球日、世界森
林日、国际六一儿童节、世界环境日、全月地
质图主题科普展等系列特色活动，以及科普
进校园、科普进社区、科普进乡村等一系列覆
盖各大群体的科普活动。团队还招募了高
校、社区科普志愿者，让更多群众参与到科普
传播过程中。

仁医妇产母乳喂养科普团队：

营造关爱母乳喂养良好氛围
□记者 魏星

“刘医生，6个月后的母乳还有营养吗？”
“喂养的姿势有讲究吗？”……在重庆市人民
医院母乳喂养门诊，许多新手妈妈带着诸多
困惑前来询问，而这些问题也是仁医妇产母
乳喂养科普团队负责人刘小艳每天都会被问
及的话题。

“在6个月到1岁时，母乳是可以满足婴
儿一半甚至更多的营养需求的。而在1岁到
2岁时，母乳仍然能满足宝宝所需营养的三
分之一。”刘小艳细心地为每一个孕妈妈讲
解，在她看来，耐心细致地对待每一个孕妈
妈，让孕妈妈感受到关爱是她和同事们的职
责与使命。

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工作20余年的刘小艳，长期致力于
妇幼健康管理与感染防护，有着丰富的妇产
科工作经验。

为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
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保障实施优
化生育政策，维护母婴权益，促进母乳喂养，
2021年，重庆市人民医院邀请国际认证泌乳
顾问刘小艳组建“仁医妇产母乳喂养科普团
队”，并开设了母乳喂养门诊。

“宝宝和妈妈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通过
母乳喂养，母乳不仅是母亲赐予孩子最珍贵
的礼物，是宝宝最好的营养来源，也是增加母
婴情感的重要因素。”据刘小艳介绍，母乳喂
养并不轻松，存在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
提早认识母乳喂养，掌握母乳喂养的基本要

素和方法是实现纯母乳喂养、培养高质量亲
子关系的关键。

据了解，仁医妇产母乳喂养科普团队不仅
有助产护士等核心成员，还设置了国际母乳喂
养顾问、心理健康专家、儿科专家等，并得到医
院护理部官莉主任团队的悉心指导，这样一个
集多领域的专业团队为母儿提供全面支持，确
保了母乳喂养的顺利进行。

为普及妇幼健康管理知识，3年来，母乳喂
养团队多形式开展了系列科普宣教。

“我们会在妇女节、母亲节及国际母乳喂
养周等重要节日开展科普活动。”刘小艳介
绍，团队成员还多次受邀做客重庆电视台录
制科普视频，并在重庆电视台有线频道和微
信平台滚动播放，取得良好反响。

2022年，团队录制的母乳喂养科普视频
在“2022年新时代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
获电视视频优秀作品提名奖；在重庆市第二
届“健康中国，渝我同行”医学科普大赛获得
优胜奖。

此前，团队成员还参加重庆市教育委员
会和重庆卫视联合录制的2018年春季《开学
第一课》，面对重庆600万名中小学生开展生
殖健康科普教育公开课，帮助学生建立正确
的生殖健康意识。

2023年，由团队成员自主完成撰写的
《母乳喂养宝典》经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公开出
版发行。这本宝典指南从孕期到离乳，覆盖
了母乳喂养的方方面面，对于提升母乳喂养
成功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获得了2023
重庆市优秀科普图书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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